
国际新闻国际新闻8 2025年 4月 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梁凡责任编辑：梁凡
E－mail:grrb704@sina.com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近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斯蒂芬·米兰在演讲中将美国军事存在与

美元体系定义为“全球公共产品”，要求其

他国家通过接受美国关税政策等方式为此

承担“公平份额”。这种逻辑实质上构成了

一种“关税供养霸权论”——以进口关税作

为施压手段，迫使他国为维护美国全球霸

权 提 供 资 金 。 看 似 建 构 在 经 济 学 理 论 之

上，但这套说辞实则存在多重逻辑悖论，折

射出美国霸权思维的荒诞认知。

将 美 国 军 事 部 署 与 美 元 体 系 定 义 为

“全球公共产品”，本质上是对经济学概念

的歪曲。公共产品的核心特征是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而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其 战 略 布 局 明 显 服 务 于 自 身 地 缘 战 略 目

标，称之为“公共产品”是在掩盖其利己性

的霸权政治本质。美国可以明确选择保护

谁、不保护谁，其安全承诺基于政治和战略

考量，具有相当强的排他性。实际上，对于

非盟友国家而言，这种军事存在构成安全

压力而非公共福利。北约东扩引发的地区

紧张局势，便是所谓军事同盟“安全保障”

选择性和利己性的明证。

美元的国际地位同样难以匹配“全球

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尽管全球贸易约

50%以美元结算，但这种货币霸权的最大受

益 者 正 是 美 国 自 身 。 通 过 发 行“ 世 界 货

币”，美国不仅每年会获得巨额的美元“铸

币税”收益，更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自身利益

的风险转嫁和“潮汐收割”机制——2020 年

美联储的“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就让全

球共同承担了其货币超发的通胀压力。美

国 还 频 繁 使 用 如 环 球 银 行 金 融 电 信 协 会

（SWIFT）等实施金融制裁，赋予美元体系

高度的排他性。美国将这种非对称的体系

优势包装成“公共产品”，无疑是对国际经

济现实的嘲讽。

“关税供养霸权论”声称，他国在美国

主导的军事和金融体系下“搭便车”，需为

此付费。这种论调完全无视美国作为体系

主导者所获取的巨大结构性红利。所谓的

“地缘政治和金融保护伞”，特别是美元作

为全球储备与结算货币带来的特权，为美

国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经济与战略优势，其

军事力量也首先保障自身的全球利益和商

业通道。世界各国持有并使用美元，本身

是对该体系的支撑和隐性“支付”，绝非“免

费”。美国要求他国“付费”，却刻意回避自

身是最大受益者的这一身份，实则是向外

转嫁霸权地位的维护成本，而非追求真正

的公平分担。

“关税供养霸权论”提出的解决方案——

以关税为武器进行胁迫，更令人担忧。提出

者列举了 5种所谓“分担”方式：接受关税、扩

大对美采购、增购美国军火、在美投资建厂、

直接向美国财政部开支票，实质都是迫使他

国为美国利益而调整自身经济政策，牺牲主

权和发展权利。这种以惩罚相威胁、强迫他

国接受单方面条件的做法，是典型的经济霸

凌，与现代国际关系所倡导的平等协商、互利

共赢的精神格格不入。

美 国 当 前 面 临 的 财 政 压 力 和 经 济 挑

战，根源在其自身。长期的巨额军费开支、

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国内失衡的财政政

策以及滥用美元霸权地位，都是导致其国

债高企、财政负担沉重的重要内因。将这

些主要由内部政策选择和结构性问题引发

的困境归咎于外部世界“搭便车”，并试图

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强行索取补偿，无异

于“内病外治”的责任转嫁，无助于美国自

身深层问题的解决。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全球

性挑战层出不穷，任何国家都无法凭一己

之力应对。这也决定了未来的国际关系，

必然更加需要多边协调与合作，而非单边

主导与霸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任何

固守霸权思维、试图让世界为自身特权“买

单”的论调，都是逆流而动。大国要有大国

的样子，应致力于维护和平、推动发展、提

供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而非为维系自身

特殊地位强迫他国“输血”。

（据新华社北京电）

维护自身霸权 逼迫全球买单
——评美国“关税供养霸权论”荒诞说辞

维护自身霸权 逼迫全球买单
——评美国“关税供养霸权论”荒诞说辞

时事观察G

毕振山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选举将于 4月 28日正

式投票。截至目前，两个主要政党自由党和

保守党的支持率依然胶着，谁能成为大选赢

家尚难预测。有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自由

党目前在民调中处于相对优势，但选举议题

的变化以及美加关税问题等因素，均可能会

对大选结果产生影响。

当地时间 4 月 21 日，加拿大结束了为期

4 天的提前选举投票。据加拿大选举机构发

布的数据，参加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相比上

届大选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民调机构益普索 4 月 21 日公

布的民调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达到 41%，领

先保守党 38%的支持率，排名第三的新民主

党支持率为 12%。

在此之前，参加本届大选的主要政党于

4 月 16 日、17 日举行了两场电视辩论。在辩

论中，自由党党首卡尼强调加拿大处于“最严

重的危机”，而他是应对这一危机的最佳人

选。保守党党首普瓦列夫尔在表示将应对关

税问题的同时，强调加拿大需要改变，而卡尼

将是前总理特鲁多的“翻版”。从民调结果来

看，此次辩论并没有大幅改变选民的倾向。

加拿大舆论普遍认为，当前大选选情仍

然胶着，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支持率差距在误

差之内，两党在接下来的几天将发力争夺中

间派选民，其他一些党派的选民态度也可能

会影响大选走势。

自卡尼3月23日宣布提前大选后，加拿大

大选形势在过去一个月里经历了戏剧性变化。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今年 1月宣布将辞

职，他所在的自由党随后在 3月 9日选举卡尼

为新党首。3 月 14 日就任加拿大总理后，卡

尼很快便在 3 月 23 日宣布解散议会，并将新

一届联邦众议院选举提前至 4月 28日。

自由党“换帅”之际，该党正处于“低谷”

时期。由于民众对特鲁多执政不满，自由党

的支持率长期落后于保守党，差距最大达到

20 个百分点。在此情况下，自由党选择曾担

任该国财政部副部长和加拿大银行（央行）行

长、英国央行行长的卡尼出任党首，也是在为

大选“备战”。

卡尼上任后，原本看似“一边倒”的选举

形势逐渐出现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初

起便不断对加拿大施压，一边表示要向加拿

大加征关税，一边又称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

51 个州。美加关系紧张唤起了加拿大选民

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关心，同时也改变了选举

主题。外交问题取代国内的经济、住房等问

题，成为选民最主要的关切。

面对形势的变化，特鲁多开始对美国展

示强硬姿态，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后采取反

制措施。卡尼则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他多

次强调自己处理经济危机的经验，宣称自己

是应对特朗普施压的最佳人选。卡尼在 3月

底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传统关系已经

结束，加拿大必须从根本上重塑经济。4 月

初，加拿大又对美国汽车施加对等关税。

特鲁多和卡尼的表现收到了“回报”。自

由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逐渐回暖，并在4月初

反超保守党，抹平了两位数的差距。不过最近

一段时期以来，保守党党首普瓦列夫尔对美国

频放狠话，部分加拿大选民的注意力也重新回

归到国内的经济、医疗和住房等问题。益普索

方面就表示，随着与美国相关的话题关注度下

降，民生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这对保守党有利。

有分析人士认为，特鲁多时期，民众的不

满缘于加拿大通胀高企、住房危机加剧等，而

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保守党接下来可

能会在民生问题上继续做文章，批评自由党

执政的同时也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3

月该国通胀率为 2.3%，食品等价格依然出现

上涨。加拿大银行（央行）4月 16日宣布维持

该国基准利率不变。根据加拿大银行的报

告，美国贸易政策给加拿大经济带来很大不

确定性。如果关税范围可控，那么加拿大经

济增长势头将暂时减弱。一旦美加陷入持久

贸易战，加拿大经济就将陷入衰退。

目前，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已经公布了各

自的竞选纲领，其中就包括经济计划。自由

党承诺在未来 4 年投入 1290 亿加元支出，以

加大国防投入、改善医疗体系等，但该计划将

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保守党则计划减税、精

简政府支出、新建 230 万套住房以及提高军

费开支等。

分析人士认为，在大选投票前的最后几

天，加拿大国内经济形势基本不会有大的变

化，一些立场不定的选民将会继续消化各党的

竞选纲领，以决定该投票给谁。而美加关系的

任何风吹草动也会随时对大选产生影响。自

由党和保守党的竞争恐怕会持续到最后一刻，

胜者能否单独获得多数席位也值得关注。

进入冲刺阶段，加拿大大选胜负仍难料进入冲刺阶段，加拿大大选胜负仍难料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熊茂伶 谢

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间 4 月

22 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由于金

融状况趋紧，以及贸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

性加剧，IMF 评估认为全球金融稳定风险

显著增加。

IMF 货 币 与 资 本 市 场 部 主 任 托 比 亚

斯·阿德里安当天在 IMF 和世界银行春季

会议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金融

稳定风险增加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政策

不确定性增加；二是对未来经济活动的预

测下调。当前形势呈现出基准水平下移与

下行风险扩大的双重特征。

报告认为，金融体系存在三个脆弱性因

素。第一，资本市场集中度持续攀升。例如，

美国股市占全球股市的比重从 20 年前的

30%升至近 55%。尽管近期美股遭遇抛售，

但部分资产估值仍处于高位。在经济前景高

度不确定的背景下，资产价格可能进一步调

整，需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自 2008 年以来，非银行金融机构

积极引导储蓄资金投资，其与银行体系的关

联也持续加深。若市场进一步抛售，可能导

致部分金融机构承压，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

进程或将加剧市场动荡。

第三，主权债务水平继续上升，核心政府

债券市场可能出现较高波动性，尤其是在高

债务水平国家。

IMF 当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将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8%，较今年 1月预测值低 0.5个百分点。

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

兰沙当天在一场媒体发布会上说，全球经济

面临的风险增加，正在恶化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随着市场对增

长前景恶化和不确定性上升作出负面反应，

金融环境可能进一步收紧。尽管银行业整体

资本状况依然稳健，但金融市场或将面临更

严峻的考验。

IMF警告全球金融稳定风险显著增加

本报记者 莫荞菲

自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以来，美国航空业已逐渐被

卷入关税战的“风暴”中心。由关税政策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快

速蔓延，将美国航空业推入愈演愈烈的困境。

近来，美国航空业客运量正遭遇显著下滑。

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署近日发布的统计数

据，3月赴美外国游客数量较 2024年同期下降近 12%，降幅较

2月的 2%大幅扩大。

美国旅游协会发言人艾莉森·奥康纳说，外国游客赴美旅

行减少，主要是由于对旅行限制的担心、对美国是否欢迎外国

游客的疑虑，此外还有美国经济放缓和近期安全形势等因素

的影响。

在美国入境旅游人数大幅下滑的同时，由于关税政策导

致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和高通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民众

国内旅行需求也呈现下降趋势。

多家美国航空公司近期预测，今年业绩可能不及预期。

美国联合航空首席商务官安德鲁·诺切拉在公司第一季度财

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美联航从欧洲出发前往美国的航班预订

量比去年下降了 6%，而来自加拿大的预订量下降了 9%。目

前，美联航计划从第三季度开始将美国国内运力削减约 4%。

该公司日前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警告称，美国经济衰退可能

会压缩公司今年的利润。

2025年初，达美航空预测今年产能将增长 3%至 4%，营业

利润将创下历史新高。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德·巴斯蒂安

近日表示，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双双受

挫，公司已将 2025年下半年计划运力下调至与去年持平。美

国边疆航空公司也指出，由于航班预订量弱于预期，公司被迫

削减了今年的增长计划。

与此同时，全球货运需求疲软势头也给美国航空业蒙上一

层阴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货运在全球航空公司

收入中的份额从 2019年的 12%增长到 2024年的 15.4%。业内

人士指出，对于拥有大量货运业务的阿特拉斯航空等多家美国

航空公司而言，关税战将直接威胁其核心收入来源。

客货运市场疲软并非美国航空业面临的唯一挑战。更令

业界担忧的是，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正给飞机交付带来巨大

的不确定性。

作为欧洲空客公司的大客户，达美航空截至 2024年底已

签订协议将从空客接收 43 架飞机，而美国对欧盟产品征收

20%关税推高了进口飞机的成本。

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埃德·巴斯蒂安近日在财报电话会

议上表示，他们不会为今年交付的新空客飞机支付额外关税，

公司将推迟所有涉及关税的产品交付。空客首席执行官纪尧

姆·福里也表示，考虑到关税问题，该公司可能不得不优先向

非美国市场出口飞机。这将直接影响达美航空的机队规模及

运力。对此，巴斯蒂安谴责美国政府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不

确定性中。

全球航空业巨头美国波音公司也免不了在这场关税战中

受到巨大冲击。波音公司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一架飞机集

成 300万至 500万个零配件，涉及上千家供应商。

在本轮关税战中，美国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国

家和地区的钢铝征收 25%关税，而大部分飞机零部件都包含

在征税范围内。

全球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爱尔开普公司警告，如果美国

关税措施持续下去，一架波音 787 飞机的价格将上涨 4000 万

美元，最终导致波音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大幅萎缩。波音公

司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 4月初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该

公司 80%的飞机销往海外，自由贸易对波音至关重要。

有美国经济学家表示，波音飞机出口对美国经济贡献巨

大，广泛征收关税将让美国企业背上沉重负担，加剧美国经济

衰退的风险。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赵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凭空造牌、极限施压，这种频繁变更

规则、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税政策，不仅给全球航空业供应链带

来严重困扰，也不利于美国航空业的全球化发展，最终的结果

将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全面丧失信用。

国际客运量下滑，波音全球市场地位承压——

关税“风暴”重创美国航空业
国际客运量下滑，波音全球市场地位承压——

关税“风暴”重创美国航空业

新华社记者 段敏夫 李军

在伊拉克济加尔省首府纳西里耶市，毗

邻乌尔古城遗址，一座现代化机场初具雏

形，崭新的塔台矗立于停机坪一侧，即将完

工的主航站楼玻璃幕墙在 4月的阳光下熠熠

生辉。

这里是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建筑”）承建的纳西里耶国际机场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万平方米，包含新建航

站楼、航管楼、货运楼和酒店等，并对原有跑

道、停机坪等进行升级改造。机场规划年客

流量 75万人次，投用后将成为伊拉克南部地

区又一航空和货运枢纽。

中国建筑将负责包括飞行区、空管导航、

雷达气象、航站区建筑、连接高速路等机场全

要素设计、采购和施工。“我们计划为进出港

航班提供一个设施完善、保障齐备的现代化

空港。”项目执行经理周乐说。

根据设计要求，项目要将原有老旧跑

道改造升级为一条长 3400 米、可供远程宽

体 客 机 起 降 的 跑 道 。 伊 拉 克 夏 季 酷 热 漫

长，最高气温超过 50 摄氏度，给施工带来不

小挑战。

项目技术部经理李吉阳告诉记者，机场

跑道要求抗折、抗压、耐疲劳，设计要求高。

为克服极端高温天气对混凝土质量的影响，

项目团队积极开展技术攻关，采用冷水机和

碎冰机结合的冷却模式，通过调整混凝土外

加剂及配合比，成功开发适应干旱、炎热气候

的干硬性混凝土控制系统，弥补了当地相关

技术领域的空白。

由于机场项目毗邻乌尔古城遗址，中方

项目团队将乌尔古城中的塔庙形象融入主航

站楼外观设计，并以枣椰林等具有当地特色

的元素装饰，实现中国建筑技艺与伊拉克传

统文化的融合。

“乌尔古城是两河流域重要的文明记忆，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纳西里耶国

际机场建成后将与古城遥相对望、交相辉映，

为这座千年古城打开对外交流新窗口，让世

界更好地了解两河文明。”项目安全工程师萨

米尔充满期待地说。

除了应用先进中国建筑工艺，纳西里耶

国际机场还将引进助航灯光系统、特种车辆、

登机廊桥、供油系统等中国产配套设施。同

时，中方项目团队和当地院校在工程试验、技

术创新等领域密切合作，为伊拉克培养本地

专业技术人才。

（据新华社伊拉克纳西里耶 4月 23日电）

“为千年古城打开对外交流新窗口”
——探访中企承建伊拉克纳西里耶国际机场项目

当地时间4月23日，大熊猫“荷风”和“兰韵”搭乘飞机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的施
韦夏特国际机场。两只大熊猫将前往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新一轮大熊猫
保护研究合作。这是当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的施韦夏特国际机场拍摄的抵达的大
熊猫。 新华社发（杜毅 摄）

大熊猫“荷风”“兰韵”
抵达奥地利维也纳

第八届阿尔及利亚国际纺织、服装、皮革及设备展览会于
当地时间4月21日至23日在该国首都阿尔及尔举办，吸引了
来自中国、土耳其等国家的约200家参展商参展。图为近日，
人们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第八届阿尔及利亚国际
纺织、服装、皮革及设备展览会。 新华社发

阿尔及利亚举行国际纺织展

万隆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大城市，也是印尼西爪哇省的首
府。万隆是“万隆精神”的发源地，1955年4月18日至24日，
历史著名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史称“万隆会议”。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这是4月 23日在印度尼西亚
万隆拍摄的亚非团结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印度尼西亚万隆掠影


